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 中国的法律信仰论文
(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篇一

摘要：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法治化进城，法制观念日益深入
人心，但要真正实现法治，国民法律信仰的缺失是其主要障
碍。

文章从信仰的概念入手，洞察信仰背后的法律信仰缺失的原
因，探讨法律信仰的概念及其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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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正在从传统的人治
型的规范体系过渡到法治型的规范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法
律制度的地位转换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遗憾的是，法律工具主义思维依然无处不在，国人仍然不
能把法律当作信仰来看待。

那么，什么是信仰?

一、信仰的一般概念及其发展受限的根源信仰释义。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篇二

2)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法)《社会契约



论》

3)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罗伯斯庇
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7)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秩序。――凯尔森(美)《法律和国家概
论》

9)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战国)《管子·七臣七
主》

11)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孟德斯
鸠(法)《论法的精神》

15)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地施行。――黑
格尔(德)《法哲学原理》

16)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司马迁(汉)《史
记·循吏列传》

17)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班
固(汉)《汉书·刑法志》

18)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傅玄(晋)《傅
子·法刑》

19)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唐)《贞观政
要·公平》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篇三

谈到信仰，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中国人的信仰文化，历史悠久，从古代迷信信仰到今天各类
宗教信仰，几乎是全球各民族中最丰富多彩、最神秘深奥的



一种信仰文化。我们相信眼前的一草一木，相信远方云端的
仙境，相信人类灵魂的永恒，如今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
哪些信仰令我们心驰神往呢？本文将讲述作者对于中国人信
仰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宗教与信仰

谈到信仰，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宗教。中国五大宗教的传禅，
对于中国人的信仰贡献了很大的一部分。佛教，道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三教九流，几乎囊括了所有宗教信仰的门派。
然而，信仰不只限于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对于很多人来说，信仰是托起心灵的支柱，是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不信奉某个宗教，但可能相信人生的
道路，相信身边的美好，相信生命的意义。信仰关乎心灵深
处，与我们的生命哲学、价值观息息相关。

第三段：古人智慧

中国有句老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句
话中，不仅有着一种人生的哲理，更是把人们对信仰的理解
渗透到了社会价值的层面。古人智慧中的信仰融合了宗教、
哲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因素。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则提出了
“仁”的概念，这种理念源于他的信仰，更反映了古代中国
人对于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向往。古代中国文化重视道德伦理，
强调人文关怀，尽管宗教和信仰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文化发展，
但普及于社会群体的信仰却不仅仅限于宗教信仰，即使在今
天，中国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对于道德伦理和一些信仰价值的
遵循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四段：现代人的信仰

在现代社会中，幸福和精神满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
人在追求物质满足之余，也开始寻求生命的方向和价值归属。
由此产生的信仰印记，可能是追求良知的人生哲学，也可能



是对于家庭和爱情的期待，也可能是对人道主义的信仰与追
思。不同的信仰形式背后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也反映
了当今社会对于个人追求幸福和对世界的认知。

第五段：结尾与反思

信仰，是一种文化的呈现，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人们
需要信仰来抚平内心的伤痛，给自己以答案，而这种信仰又
可能是宗教本身，也可能是道德价值、自然等某些方面。无
论它如何表达和实现，它都是寄托着我们的内心愿望和对生
活的热爱。对于今天的个体，如何在现代社会理智地去寻找
信仰，拥有一种个人化而坚广的生命哲学，让自己和其他人
一同成长，是当下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篇四

信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个人或集体对宇宙、
人生、价值等问题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中国人
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这使得信仰在中国人的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仰不仅给予人们力量和希望，也
对他们的行为和心态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关于中国人有
信仰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起（信仰的背景和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基督教等各种信仰在中国都有存在。信仰在中国的历史
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与价
值观，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人生的指引和支撑。中国人的信仰
是多层次、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有不同呈现的，但它们共
同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道德伦理规范的奉行。

第二段：承（信仰的影响力）



信仰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信
仰赋予了人们希望和力量，使他们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下去。
例如，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一些贫困的农民借助信仰的力量，
坚信自己的辛勤努力最终会有回报，从而坚持不懈地劳作。
其次，信仰也在道德伦理规范方面发挥作用。中国人的信仰
强调“仁爱”、“和谐”等价值观，这对促进社会公共秩序
和个人良好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段：转（信仰心得体会）

中国人的信仰心得体会各有不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体会是
对生命的珍惜和感恩。中国人常常通过信仰来思考人生的意
义，并从中寻找生活的动力。他们相信，人生的每一天都是
宝贵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和感恩。这种信仰让他们对生
活更加乐观和积极，也使他们积极面对成长中的困难和挫折。

第四段：合（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在中国人的无数个生活场景中体现。例如，在传
统的重大节日中，中国人常常会走进寺庙、教堂或祭祀场所，
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和祈求，寻找心灵的安宁和安慰。在艰难
时刻，中国人常常会对神明或者佛祖祷告，寻求神的庇护和
保佑。无论是在自然灾害中，还是在人生重大决策中，信仰
都能给予中国人坚定和安慰的力量。

第五段：结（信仰的重要性与价值）

信仰是中国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塑造中国人的品行
和价值观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信仰让中国人懂得如
何向上向善，怀着敬畏之心生活，坚持道德伦理规范。同时，
信仰也让中国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
谐，以及人生的美好。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的信仰也承担
起促进社会和谐、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总结：信仰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中
国人从信仰中汲取希望、力量和指引，使他们在追求美好生
活的道路上奋发向前。信仰不仅影响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也在行为和心态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信仰，中国
人不断体会到生命的珍贵和感恩，力求成为更好的人，以及
为社会和谐、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信仰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
有意义、有价值，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信仰的名人名言篇五

经历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后，沉睡了一百多年
的东方雄狮已然苏醒，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
日益提高，中国形象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非洲对索
马里海盗的惩治到拉美对海地大地震中灾民的救助，从西亚
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打压到欧洲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在对环
境保护问题上提出的承诺，无不体现着华夏儿女的身影。无
数事实证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
正在崛起，中国声音正在响彻世界各地。

中国奇迹需要延续，中国烈火需要熊熊燃烧,中华魂需要时刻
弘扬。而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是国家之命脉，虽然双肩仍
略显稚嫩，如今不足以成大事，但是，心中的报国志向早应
在心中根深蒂固。鼠目寸光，畏首畏尾，只能苟且一生平庸
度日；志存高远，把理想变成行动，将青春付诸实践，方能
将我们中华儿女领向巅峰。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
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二十四个字，凝练
概括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又吸收了世界
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当今中国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层面的价
值取向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相对遥远，但是，作为社会主义
新的接班人，我们应恪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
基本道德准则，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以
振兴中华为己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将青春付诸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远大理想只有变成行动才有力量，崇高追求只有付诸实践才
有价值。弘扬中华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于个人而言，首先就要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
准则。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更应该从这四个准则出发，弘
扬中华魂，弘扬中国范儿，时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首先，作为华夏儿女，每个人都要时
刻谨记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魂的核心，是公民
的基本法律义务和道德要求，更是一种责任。作为当代中国
青年，我们的青春拥有爱国心方才被滋润、被指引；青春失
去爱国心只会荒芜、迷茫，弘扬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我们大学生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维护祖国统一和完整，维护祖
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防止外来势力的践踏；同时，我们
应加强是非分辨能力，做一个理性爱国的当代大学生。

（二）时刻维护中国的形象。每当自己听着国歌，看着国旗
冉冉升起的时候，总是会感到莫名的激动和自豪，尤其是今
年九月三日那天观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行阅
兵式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更加强烈。国企是国家的象征和标



志，任何一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时刻维
护中国形象。

（三）用自己的所学助力祖国的崛起。詹天佑曾说：“各出
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与地球
之上。”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来建
设祖国。钱学森、钱伟长、华罗庚等爱国科学家，放弃国外
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他们的光辉事迹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
更应该以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言来激励
自己，不断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四）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经久不衰，
是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
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依托。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在日常生
活中积，极宣传中华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率，
自觉学习民并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
为，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功崇惟志，业广为勤”。敬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及学习负责的态度。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尽职尽
责、爱岗敬业、勤奋工作的优秀传统。“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就是激励人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踏踏实实敬业
奉献，实现人生价值和远大理想。每个公民都应当将实现中
国梦的远大理想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辛勤劳动、勇
于担当、勇于奉献。

作为一名在读大学生，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学习基础知识，
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不怕学习上的困难，养成积极向
上的习惯；在学习工作中培养敬业精神，增长技能。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坚
守。“诚”于心中，“信”于心外。孟夫子说过：“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风气的日益浮躁，面对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功利



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冲击和侵蚀，“假冒劣伪”等诚信
失范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诚信危机的解决势在必行，作
为大学生的我们更有义务参与到其中，为此我们应做到以下
几点：

（一）在学习科研方面，追求真知，严守考试纪律，坚守诚
信学习品德，杜绝学术欺诈、考试作弊等行为，共同营造良
好的学习风气。

（二）在人际交往方面，从师生交往、同学交往、网络交往
等方面出发，以诚实守信的人格素养作为人际交往的基础和
前提，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切忌虚与委蛇。

（三）在经济生活方面，在日常花销上量入为出，不攀比、
不跟风，将诚实守信作为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友善是一种待人方式，更是一种气度。与人友善，是我们历
来倡导的处世之道。友善，如和风煦日般、如春风细雨般、
如清风拂面般，总是让人感觉易于沟通，容易相近而接触，
容易彼此产生好感。唯有友善，方可长相处，与人如是，与
大自然也如是。然而，友善又是双向的，当今环境日益恶化
不正是我们不好好对待大自然的报应吗？一个真正友善的人，
也必将是一个诚信之人，一个幸福之人。下面分别从三个角
度谈谈我们大学生如何践行“友善”这一核心观。

（一）谦敬礼让，帮扶互助。在学习和生活中，不矜能、不
伐善，先人后己，保持谦虚低调。面对道德高尚、品德优秀
的人，要虚心学习、做到见贤思齐；面对他人的过失、缺点，
要设身处地的给予体谅和帮助，同舟共济。

（二）坚守初心，不偏不倚。“彭宇案”揭露了社会多少的
心酸和无奈！我们要不忘初心，坚守与人友善的信念，并将
信念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弘扬友善这一核心观。



（三）珍惜自然、关爱自然。我们应时刻谨记：人类只有一
个地球。我们大学生应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从不乱丢垃圾
做起，从不随口吐痰做起，对自然友善。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当代大学生的我们，
风华正茂，承载着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弘扬中华之魂、传颂民族精神，我们义
不容辞，责无旁贷！

把理想变成现实，将青春付诸实践，我们应当积极践行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的价值融
入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去，永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
中书写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看，前方满载着中国梦的“中国号”巨轮已扬帆起航，驶向
远方......赵光辉

建筑工程学院 2015年11月6日


